
新 存 货 准 则 中 若 干 问 题 探 讨
●戴国华

　　摘　要 :新准则的发布标志着我国的会
计准则体系更加完善 ,新准则实现了与国际
会计准则的趋同 ,但是新存货准则与原准则
和国际会计准则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文
章着重探讨了我国新存货准则与原准则的差
异 ,新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的差异 ,并分析了
实施新的存货准则对会计实务的影响 ,提出
了在执行新准则时应该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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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 2 月我国发布了 38 个具体会计
准则 ,这标志着我国的会计准则体系已趋于
完善 ,而且新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的协调化
程度也较原准则有了显著提高 ,但新准则与
原准则、新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之间仍然存
在着一定的差异 ,本文着重讨论新准则的主
要变化 ,新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的差异 ,以期
更好地了解我国的存货准则 ,解决工作中的
实际问题。

一、新存货准则与旧准则比较
1.存货采购成本的界定不同。新存货准

则规定 ,存货的采购成本 ,包括购买价款、相
关税费、运输费、装卸费、保险费以及其他可
归属于存货采购成本的费用。取消了旧准则
对商品流通企业存货采购成本内容的说明条
款 ,即商品流通企业存货采购成本包括采购
价款、进口关税和其他税金等。

2.存货的借款费用可以资本化。新存货
准则规定 ,应计入存货成本的借款费用 ,按照
《企业会计准则第 17 号%% 借款费用》的规定
处理 ,将借款费用资本化的范围扩大到某些
存货项目。而《企业会计准则第 17 号%% 借
款费用》准则规定 ,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 ,

是指需要经过相当长时间的购进或者生产活
动才能达到的预定可使用或者可销售状态的
固定资产、投资性房产和存货等资产。由此
可见 ,新准则允许企业将为生产大型机器设
备、船舶等生产周期较长的存货所借入的款
项发生的利息资本化 ,计入存货价值 ,而不再
直接计入损益。

3.发出存货的计价方法。新存货准则借
鉴了 IAS2 在 2003 年度的改进计划的做法 ,

规定企业应当采用先进先出法、加权平均法
或者个别计价法确定发出存货的实际成本。
相对于旧准则取消了后进先出法。因为在后
进先出法下 ,成本流与实物流在大多数情况
下不一致。同时还强调对于性质和用途相似
的存货 ,应当采用相同的成本计算方法确定
发出存货的成本。

4.接受捐赠存货成本确定不同。新存货
准则取消了捐赠方提供有关凭据和捐赠方没
有提供有关凭据两种情况下 ,企业接受捐赠
存货成本确定的说明。旧准则对企业接受捐
赠存货成本确定规定 :“捐赠方提供有关凭据
的 ,按凭据上标明的金额加上应支付的相关
税费作为实际成本 ;捐赠方没有提供有关凭
据的 ,应当参照同类或类似存货的市场价格
估计的金额 ,加上应支付的相关税费作为实
际成本。”

5. 企业为提供劳务而发生的相关费用应
计入存货成本的规定不同。新存货准则增加
了“企业提供劳务 ,所发生的从事劳务提供人
员的直接工资和其他直接费用以及可归属的
间接费用 ,计入存货成本”的内容。而旧准则
中未提及此内容。

6.盘亏或毁损存货造成损失的规定不
同。新存货准则规定 ,企业发生的存货毁损 ,

应当将处置收入扣除账面价值和相关税费后
的金额计入当期损益。存货的账面价值是存
货成本扣减累计跌价准备后的金额。存货盘
亏造成的损失 ,应当计入当期损益。而旧准
则只简单规定 :“盘亏或毁损存货造成的损
失 ,应当计入当期损益。”可见新准则比旧准
则规定的内容更具体。

7.存货信息披露的内容不同。新存货准
则取消了旧准则中要求披露“采用后进先出
法确定的发出存货成本 ,与采用先进先出法
或移动加权平均法确定的发出存货成本的差
异”的内容 ,以及企业“应当披露存货的取得
方式、低值易耗品和包装物的摊销方法、当期
确认为费用的存货成本”的内容。

二、新存货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比较
1.存货的确认不同。新存货准则规定了

存货确认的条件 ,存货同时满足下列条件 ,才
能予以确认 :该存货包含的经济利益很可能
流入企业 ;该存货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
国际会计准则没有规定存货的相关确认条
件。

2.存货采购成本确认的方法不同。新存
货准则虽然没有明确规定存货的采购成本应
当按总价法确认 ,但在实际会计操作中 ,我国
企业存货的采购成本是扣除商业折扣但包括
了现金折扣的全部价格 ,即采用“总价法”。
而国际会计准则则要求采用“净价法”,即按
照扣除商业折扣、现金折扣和补贴后的价格
确认存货的采购成本。从理论上讲 ,净价法
确定的采购成本较为真实 ,而总价法会使存
货采购成本偏高。我国采用总价法 ,主要是
考虑我国企业目前存货采用现金折扣赊销的
方式并不普及 ,而按总价法确认存货的采购
成本又方便可行。

3. 特殊方式取得存货的确认方法规定不

同。新存货准则对于企业合并、非货币性资
产交换、债务重组、收获时的农产品等存货成
本的确认方法 ,由其他具体准则做出规定。
而国际会计准则对此未作规定。

4.存货期末计量方法不同。对于为企业
生产而持有的材料等 ,新存货准则只允许企
业根据持有的材料的不同情况 ,选择合同价
格、一般销售价格和市场价格确定存货的可
变现净值。而国际会计准则允许使用重置成
本作为存货可变现净值的计量基础。

5.存货间接费用规定不同。新存货准则
和其他会计规范中 ,均没有将有关费用按其
成本性态分类的规定。而国际会计准则将间
接费用分为固定间接生产费用和变动间接费
用。

6.存货成本费用的结转与确认不同。新
存货准则规定企业应当采用一次转销法或者
五五摊销法 ,对低值易耗品和包装物进行摊
销 ,计入相关资产的成本或者当期损益。而
国际会计准则对此未作规定。

国际会计准则对费用的确认部分有以下
规定 : (1)存货成本应在何时确认为费用 ; (2)

在特殊情况下耗用的存货等。而新存货准则
对存货成本费用的确认没有类似规定。

7.存货信息的披露不同。新存货准则要
求企业披露各类存货的期初和期末账面价
值、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方法、确定存货可变
现净值的依据的信息。而国际会计准则对此
未作规定。

三、新存货准则对会计实务的影响
1.新准则实施会使存货和利润出现波

动。新存货准则下 ,发出存货计价方法的改
变 ,可能对于采用后进先出法的企业、生产周
期较长的企业在短期内将会产生一定的影
响。尤其是对于原先采用后进先出法、存货
较多、周转率较低的企业 ,这会造成毛利率和
利润的不正常波动。对采用后进先出法的企
业 ,在价格不断下跌的行情中 ,一旦由后进先
出变为先进先出法 ,要以先期较高的价格计
算存货成本 ,会导致主营业务成本上升 ,利润
下降 ;相反 ,在价格不断上涨的行情中 ,一旦
由后进先出变为先进先出法 ,要以先期较低
的价格计算存货成本 ,会导致主营业务成本
下降 ,利润上升。

2.新存货准则提高了会计信息的可比
性。新存货准则规定 ,企业应当采用先进先
出法、加权平均法或者个别计价法确定发出
存货的实际成本 ,对于性质和用途相似的存
货 ,应当采用相同的成本计算方法确定发出
存货的成本 ,以及企业应当采用一次转销法
或者五五摊销法对低值易耗品和包装物进行
摊销。这一规定的实施 ,从一定程度上减少
了企业管理当局对会计政策的自主选择权 ,

使得那些想通过采用不同的会计政策来粉饰
会计报表的行为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 ,这
使得不同企业的会计信息口径一致 ,更具有
可比性。

四、新存货准则执行中应注意的主要问
题

1.合理选择并配套设立存货账簿。新存
货准则取消了后进先出法后 ,对于原来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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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金 流 量 表 的 简 易 编 制 方 法
●宿晓宁

　　摘　要 :现金流量表的编制在现今的会计工作中是必不可少的 ,但
在实际工作中往往在年末采用工作底稿法或“T”型账户法进行编制 ,造
成期末工作量较大 ,而且每年企业的业务可能非常多 ,需要在资产负债
表和损益表的基础上有分析地编制调整分录 ,对年末本来繁重的会计
工作无疑是雪上加霜 ,再有调整分录对会计人员的专业知识、技能等均
是一个挑战。因此需要寻找一条简易的、结合日常工作的途径来编制
现金流量表 ,把期末看似繁重的、不可能完成的工作分散到日常工作
中 ,即通过建立备查簿来实现。

关键词 :会计工作　现金流量表　简易编制方法
中图分类号 : F231. 5 　　文献标识码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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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金流量表传统编制方法的主要缺点
由现金流量表的数据来源可知 ,现金流量表是一张编制起来十分

困难的报表。该报表的传统编制方法主要是工作底稿法和 T 型账户
法。其主要缺点如下 :

1. 由于工作底稿法和 T 型账户法在编制现金流量表时没有平时的
数据积累 ,故年末编表工作量较大 ,不能按时报送会计报表。

2.由于工作底稿法和 T 型账户法在年末才编制现金流量表 ,对现
金收支业务及其相关业务的分析不免“事过境 迁”,调整分录准确性值
得怀疑 ;另外现金流量表无法反映企业在会计年度内各月份的现金流
量情况 ,无法利用现金流量随时对企业进行分析。

3.编制工作底稿法和 T型账户法下的调整分录 ,必须以增设一系列
的明细科目为前提 ,与现行会计制度对明细科目设置的有关规定相悖。

4. 由于受工作底稿和“现金及现金等价的”T 型账户的纸张大小和
预留空间限制 ,工作底稿法和 T 型账户法均不适合经济业务复杂的大
型单位编制现金流量表。

二、改进现金流量表编制方法的主要思路
根据工作底稿法和 T 型账户法难以克服的上述缺点 ,提出改进现

金流量表编制方法的主要思路 ,供各位学习者参考。
1. 增加平时的数据积累 ,减少年末编制现金流量表的工作量 ,尽量

做到事中分析与事后编表的有机结合。
2 . 在登记现有“现金日记账”和“银行存款日记账”的同时登记现金

流量表的备查簿。
现金流量表的备查簿是指 ,企业根据日常工作把现金流量表的组

成部分分解成单独的项目 ,企业业务发生后在登记有关账簿的同时 ,分
析业务的性质登记相应的备查簿 ,因此可以随时结算出现金流量表中
项目的金额 ,便于企业进行管理。从而把年末繁重的编制任务分解到
日常工作中。

3. 现金流量表的编制本身并不涉及高深的会计知识 ,由于出纳人
员具体处理包括现金、银行存款、其他货币资金和现金等价物的各类收
支业务 ,他们比会计人员更熟悉各类收支业务的来龙去脉 ,因此 ,编制
现金流量表备查簿的日常数据准备和年末编表工作 ,可由处理现金收
支业务的出纳人员进行 ,会计人员只需进行相应的检查。

备查簿的设置 :将现金流量表中的所有项目编号 ,编制明细账 ,格
式如下 :

项目名称 　　　　　　　　　　　编码 :

年 凭证

月 日 种类 号数
√ 摘要 总页 金额 合计

　　明细账设置注意事项 : (1) 项目名称 :为该明细账在总账上的名称 ,

即现金流量表上的项目名称。(2) 年月日 ;应该与记账凭证日期相符 ,

目的在于防止漏记现象发生。(3) 种类 :明细账的凭证种类只包括收、
付两种。(4)号数 :为收、付凭证的字号数。(5) √:为过账符号。(6) 摘
要 :为业务发生的简单说明。(7) 总页 :为该明细账在总账上的位置。
(8)金额 :为业务发生时的金额 (负数以括号来标注) 。(9) 合计 :为每笔
业务发生后的累计数。

同时设置总账 (同现行总账相似) ,从而使备查账簿的设置更加完
善。

项目名称 　　　　　　　　　　　　　编码

年 凭证

月 日 种类 数目
√ 摘要 金额合计

　　总账设置的注意事项 : (1) 项目名称 :为明细账的项目名称。(2) 编
码 :为明细账在总账上的位置 ,便于查找。(3) 年月日 :为由明细账登记
总账的时间 ,一般在月底进行。(4) 凭证种类 :为收或付两种凭证。(5)

数目 :为记账凭证的数目 ,将明细账上本期发生的收或付凭证按种类进
行合计 ,目的在于防止有漏记现象发生。(6) √:为过账符号。(7) 摘
要 :为业务发生的简单说明 ,同类业务可以合并 ,目的在于了解业务的
性质。(8)合计 :为明细账上期末的合计数 ,也是期末现金流量表上体
现的金额。

4.由于现金流量所涉及的明细账和总账并非法规制度所规定的 ,

因此明细账和总账的设置可以根据企业的情况而定 ,而且明细账可以
设置成活页式 ,总账可以设置成订本式。但原则是简便易懂 ,经济实

采用后进先出法的企业来说 ,应当合理选择存
货计价的会计政策 ,并健全存货记录 ,以便使
用新的存货计价方法。如果企业选择先进先
出法 ,可能会因存货时间过长而不便于进行会
计处理 ,这种情况下可以将过去所有存货平均
计算其单位成本 ,并将其视为实施新准则开始
期间购进存货的单位成本。

2. 严格分清借款费用资本化的存货界限。
借款费用准则规定 ,企业发生的借款费用 ,可
直接归属于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的购建或
者生产的 ,应当予以资本化 ,计入相关资产成
本 ;其他借款费用 ,应当在发生时根据其发生

额确认为费用 ,计入当期损益。也就是说并不
是所有的存货都可以按照借款费用资本化方
法进行处理。这就需要企业严格分清借款费
用可资本化的存货界限。应当注意的是 ,只有
那些需要较长准备期才能将其达到可销售状
态的存货、制造车间、电力设备和物业投资 ,才
属于借款费用可资本化的存货范围 ,而常规性
生产或生产周期较短且重复、大量生产的存
货 ,则不属于借款费用资本化的范围。

3. 对于接受捐赠存货的入账价值 ,准则未
给出明确的计量方法 ,在财政部规定接受捐赠
会计处理规范前 ,建议企业比照原来的会计准

则处理 ,待新规定出台后再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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